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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初探∗
∗

肖希明　 唐　 义

摘　 要　 正在兴起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迫切需要大量掌握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三门学科课

程体系的整合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文献，共同的建设

任务———资源数字化，和共同的服务内容———数字文化服务，这些共性为三门学科的课程体系整合提供了现实依据。 近

年来，国外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面向宽广信息职业的专业教育以及相关国际会议也正在倡导并推动这种整合。 基于此，本文

提出了以人机交互为核心，以文化管理、生态管理、馆藏管理、技术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

系整合模型。 图 １。 参考文献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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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信息需求的

日益广泛和复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各类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纷纷将各自的文献或文化资源加

工转化为数字资源，为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 近

年来，这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呈现明显的整合趋

势，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整合数字

资源，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数字文化服务。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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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迫切需要大量掌握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的复合型人才。 但是，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沿用的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初期院系调整时的模式，其特点是专业划分过细、
过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相关学科很难融合到一

起，造成明显的学科专业壁垒。 在当今不同信息职

业交叉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这种小专业

的教学机制不但难以培养出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

档案馆领域的专业人才，也不利于这些学科的持续

发展。 基于社会实践和学科专业的发展需求，本文

对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的课程整合问题进

行探讨，试图构建一个由“信息—科学知识体系的

分类技术—人”三个维度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使
培养的人才具备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实践

领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

２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

合的内在依据

２ １　 研究对象的交集———文献

研究对象是“科学部类之间、门类之间以及学

科之间相区别的内在根据”［１］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但这并不

意味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交集。
在社会和学科发展进程中，虽然图书馆学、博物馆

学和档案学都形成了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体系，但
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文献。 作为国

家标准的《文献著录总则》（ＧＢ３７９２ １—８３）对“文
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里的

“一切载体”既包括普遍存在的纸质知识载体，也
包括诸如出土的青铜器等非纸质知识载体。

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同宗同源，在造纸术和印

刷术发明之前，二者的研究对象———图书和档

案———难以区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图书和档案

实现了分离，但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包含。 在图书

馆和档案馆这两种社会实体机构分离后，图书馆学

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保存在这两个机构内的

不同类型的文献。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存放

于博物馆这一社会文化机构里的文物———其中包

括文献。 与图书馆和档案馆所指文献的不同之处

在于，博物馆所指的文献除了一般印刷型文献之

外，还有年代比较久远的甲骨、皮革、金石、木牍、竹
简等［２］ 。 尽管图书、档案和文物这三种文献的表现

形式、历史价值、社会作用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人

类记录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 只是由于它们

保存在不同的机构，因而有了不同的称谓。 例如，马
克思的手稿放在图书馆叫做图书，放在档案馆叫做

档案，放在博物馆叫做文物。 图书、档案和文物统一

于信息、知识、智慧这一层次［３］ ，统一于知识信息的

生产、收集、整理、传播和利用这一人类信息知识交流

系统的活动中，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２ ２　 数字环境下资源建设的交集———资源的数字化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是保存人类文化遗

产、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机构。 长期以来，这些机

构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都是实体文献，实现的

是实体文献信息的交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

展，信息的生产、存储、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

的变化，社会的信息需求也越来越广泛和复杂。 在

此背景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将各自的馆藏

资源通过各种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数字

化馆藏，以实现资源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的共享。
在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用

来提供服务的资源，界限越来越模糊。 对于机器来

说，图书、档案和文物都是一种信息知识载体，都可

用相同或类似的方式输入、加工和输出。 对于用户

来说，用户并不关心资源的类型及其来源机构，而
是关心自己的信息需求能否得到快速高效的满足。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工作

人员处理的都是信息知识载体，都是将这种载体数

字化，并通过网络提供利用。 正是因为存在着资源

数字化的共同需求和资源处理方式的趋同性，图书

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专业教育才有必要实现课

程体系的整合与重构，培养出能够在这些不同的信

息领域从事数字资源建设的专门人才。

２ ３　 数字环境下服务的交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进行馆藏资源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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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的就是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为社会公

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 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
数字档案馆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 然而，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在

乎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一站式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期望。 在数字环境下，如何向

公众提供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如何让公众方便快

捷地获取这些资源，成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

必须面对的问题。 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挑战，使得

世界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近年来合作开展

了很多面向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和服务项目，
如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多个国家图书馆、档案馆

和博物馆参与建设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德国图

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门户项目，英国博物馆、图书

馆和档案馆理事会（Ｍｕｓｅｕｍ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ＬＡ）实施的“聚宝盆（Ｃｏｒｎｕｃｏｐｉａ）”项目等，
都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平台的实践。 ２００２ 年启动的“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代表性重大

工程，该工程通过“数字文化网”这一平台整合了图

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院团及广电、教育、科技、
农业等部门的优秀数字资源［４］ 。

这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项目呈现出合作机构

多元化、运行机制复杂化、资源类型多样化、信息技

术先进化、服务方式集成化等特点，其工作方式与

职业内容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就需要跨越图书馆、
博物馆和档案馆实践领域的信息专业人才。 这类

专业人才需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如在信息政策、知
识产权以及物理和数字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需要具备与同行进行交流的能力，以确

保信息资源的互操作、长期保存以及获取标准的广

泛采用［５］ 。 在现代信息技术对提高服务效能愈来

愈重要的情况下，信息专业工作人员需要知道如何

管理信息资源，如何掌控内容管理系统，如何实施元

数据标准以及评估信息接口［６］ ，从而通过先进的信

息技术将资源送到用户手中。 而目前无论是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还是博物馆学或档案学专业教育，都难

以完全实现这些知识和能力的授予和培养，这就需

要整合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的相关课程，构

建一个全新的宽泛的课程体系，实现数字环境下的

教育融合，创造一个包含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信

息专业人员的“集合群落” （ｍｅｔ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７］ ，以
培养在不同实践领域从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复

合型人才。

３　 国外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的

整合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

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泛在信息环境开始

形成，图书情报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手段都发生了革

命性变化，并且广泛渗透到各种信息职业之中。 这

些都给传统的图书情报学（ＬＩＳ）教育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欧美一些著名的 ＬＩＳ 教育

机构开始对传统的 ＬＩＳ 教育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
就是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３ １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运动

本世纪初，美国七所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

育机构为了应对新的信息环境给 ＬＩＳ 教育带来的

挑战，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以整合所有与“信息”相关的学科教

育。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把 ＬＩＳ 教育与社会信息化这一时

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把信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作

为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主张面向更为宽泛的信息职

业培养人才，创造出 ＬＩＳ 教育的新模式［８］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成员遍及美洲、亚洲、欧洲，其成员数从最初的

十几个发展到目前的 ５５ 个（其中包括中国的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９］ 。
学科整合一直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关注的问题。 在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建立初期，国外学者就将这个“ｉ”解释

成是“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跨学科）的首字母缩写［１０］ 。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单独开设图书馆学专业不同，国
外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成员中单独开设“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专业的院系较少，而是开设“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专业或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专业，这样

就将信息、技术和人三者有效地融合起来。 根据笔

者的调查分析［１１］ ，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下，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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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成员高校的 ＬＩＳ 教育与档案学教育整

合趋势在不断加强，最典型的案例是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图书馆、档案及信息研究学院（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的博士项目“图书馆、档案与信息研

究”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 。
英国伦敦大学信息研究系也为图书馆员、档案工作

者、记录管理者、博物馆员以及其他信息及文化专业

人员提供跨领域资质的“图书馆、档案与信息研究”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硕士项目。

３ ２　 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整合———以数字监护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教育为例

随着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合作开展数字服

务融合项目的不断增多，对培养跨越三馆实践领域

的信息专业人才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国外高校逐渐

对三个领域的课程进行整合，目的是让毕业生接受

该领域的通识教育，具备不同实践领域的知识和技

能，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全能型”的专业

人才，更好地应对网络信息环境中的各种挑战。 为

了帮助学生实现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工作

传统边界的职业生涯梦想，国外部分高校（如伊利诺

伊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在 ＬＩＳ 教育课程体系中

融入博物馆信息学方面的课程，主要研究博物馆里的

人、信息和技术结合地带社会技术的相互作用问题［１３］，
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演化。 目前，许多学校开设的数

字监护教育正是这样一门跨学科的课程。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工作重点正在或者

在不久的将来会从基于纸质的业务中转移，更多地

投入到数字资产的生产和管理之中，对数字馆藏、
电子记录、科学数据等数字对象按照生命周期进行

持续的管理，因此，数字监护显得日益迫切［１４］ 。 数

字监护对象类型的多样性决定了课程内容的广泛

性，数字馆藏监护的对象涉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

案馆三个领域的资源。 因此，诸多数字监护教育项

目有机地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三者的课

程体系与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 在课程体

系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数字监护职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第二，学

生需要在教室里学什么；第三，学生在实习中需要

学什么。 课程设置以对数字对象生命周期管理各

个阶段的任务为主线，即创建前的设计与规划、创
建、评价与选择、归档、保存、检索和利用，辅之以法

律和知识产权、数据标准及政策、组织管理、项目管

理等相关方面的课程。 课程体系容纳了各种类型

的数字对象，如文化遗产、学术和行政信息、学习材

料、研究和其他形式的数据、视听材料、网络信

息［１５］ 。 为了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数字监护方面

的知识应用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教育机构为学生

提供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机构库、科研机构、
数据中心等“数据密集型”机构实习的机会。

在目前所实施的数字监护教育项目中，北卡罗

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ｔ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ＵＮＣ⁃ＣＨ）的数字监护课程项目（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ｉｇＣＣｕｒｒ）全方

位解决了跨越各种文化信息机构和多种类型信息

职业的数字数据长期保存问题。 通过强调跨越数

字资产生命周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具备信息技术

知识的管理者，填补了跨文化遗产机构工作边界职

业教育的空白［１６］ ，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为其

他教育或科研机构实施类似的教育项目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实践模型，推动了数字监护教育的发展。 据

英国数字监护中心（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ＤＣＣ）统
计，提供数字监护教育相关项目或课程的机构有三

十多个［１７］ 。 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图书馆学、博物馆

学和档案学课程体系的融合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培
养的人才也会越来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３ ３　 相关国际会议推动面向宽泛信息职业的专业

教育整合

随着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数字服务整合实

践的持续推进，高校加大面向宽泛信息职业的专业

教育改革力度成为了必然选择。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美国

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信

息学院（Ｆｌｏｒｉｄ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瑞格林艺术博物馆（Ｒｉｎｇｌｉｎｇ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赞助了文化遗产信息职业研讨会（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
ｉ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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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鼓励在 ＬＩＳ、档案学以及博物馆

学教育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提高教育工作者和专

业人员满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用户信息需求的能

力［１８］ 。 参会者关注的是这新兴的三方（ＬＩＳ、档案

学和博物馆学）对话方式对传统的两方（ＬＩＳ 和档

案学）对话方式的变革。 在面向不同信息职业的专

业教育整合方面主要探讨了以下内容：ＬＩＳ、档案学

和博物馆学项目与其他诸如艺术历史或商业学院

等大学项目进行合作的利弊；打破三个学科边界的

数字监护的核心观念；将不同学科的学生聚集到一

起的重要性；在数字文化遗产研究中构建一个共同

课程以获得认证的可能性；参与到更为广泛的知识

社区的需求。 会议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信息

获取与提供，达成四项原则共识：第一，在互联网

上，没有人知道你是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第
二，或者吸引你的用户，或者失去他们；第三，信息

最好是免费的；第四，接纳共性和多样性。
大规模数字资源库的出现，而且在本世纪呈

成倍增长的趋势，要求信息管理者具备获取、管理、
组织、保存海量数据并提供数据服务的技能，以使这

些海量数据在跨学科及异构社区得到利用和再利

用。 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召开了数字图书馆联席会议（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ＣＤＬ），期间举办了一个名为“数
字监管教育：图书馆员，档案管理者，博物馆员？”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ｓ ｏｒ Ｃｕｒａｔｏｒｓ？）的专题研讨会。 该研讨会是

由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和北卡罗莱纳大

学教堂山分校资讯与图书馆学学院共同组织的。 该

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包括：这些新型的信息管理人员

从哪里来；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是否存在跨

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以及其他大型资源库的

核心能力［１９］ 。 这些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了图书馆

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整合的理念，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国际信息职业教育体系的变革。

４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

合模型

　 　 根据信息职业的需求和目前我国信息职业专业

的教育状况，基于 Ｓｅａｄｌｅ 和 Ｇｒｅｉｆｅｎｅｄｅｒ 设计的以人

机交互为核心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 课程模型［２０］ ，笔者提出了图

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专业课程整合模型（见图

１）。 此图中，人机交互（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是该课程模型的核心，四周环绕着四个管理任务。
在每两个管理任务角落之间是图书馆、博物馆和档

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目前关注的四个突出问题。 需

要说明的是，该课程模型仅仅列出了图书馆、博物馆

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的管理任务和关注的主要

问题，它不具有排他性及完整性。

图 １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专业课程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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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课程模型的核心：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是研究人、计算机以及它们之间相

互影响的技术，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手工作业阶段

到 ２１ 世纪多通道、多媒体的智能人机交互阶段，人
机交互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人适应计算机到计算

机适应人的发展史，人机交互对计算机的发展和人

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的

生活［２１］ 。 据统计，仅 ２０１２ 年，有关人机交互方面诸

如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的国际会议就有将近 １００ 个，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大会主题仍然包括人机交

互［２２－２３］ 。 人机交互技术是信息产业竞争的焦点之

一，很多国家都将人机交互技术作为重点研究的一

项关键技术。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中国文化报》报道显

示，多点触控、语音技术、眼球控制、体感交互技术

等多元化人机交互技术已逐渐走入大众生活，给文

化生活带来无尽可能［２４］ 。
在网络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计算

机终端设备获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在线资

源，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也越来越多地提供基于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服务。 无论是在线资源的提供

还是在线资源的获取，都离不开人和计算机之间的

交互行为。 没有了人机交互，就没有了资源的网上

提供和获取，也就没有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

网络数字文化服务，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就会

被社会进一步边缘化。 而良好的人机交互效果，能
够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体验，让用户在愉悦的心

情中享受服务，从而提升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

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信息职

业人才的教育就应该不断加强人机交互课程的设

置力度，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这方面的课程可以

包括人机交互导论、人机交互设计等。

４ ２　 文化机构管理任务方面的课程设置

（１）生态管理。 一定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博物

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处于由自然、社会、经
济等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当中，而这些文化服务机

构内部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物质、精神

和制度因素。 这些因素处于统一对立、平衡失衡的

有机动态联系当中。 文化服务机构生态系统主要

包括两种：一是以文化服务机构为中心，在外部社

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下，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

文化服务机构系统；二是由文化机构内部要素构成

的生态系统，它反映的是文化服务机构内部各个要

素之间的关系。 对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

服务机构的生态管理就是相关责任主体全面准确

把握本机构所在的生态位，科学制定组织目标，采
取合适有效的行动方案，推动本机构系统内部各个

要素之间复杂交互的和谐统一。 有学者认为，在目

前的历史环境下，图书馆生态化是图书馆发展的基

本路向，将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２５］ 。 推

而广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

的生态化也是其持续生长的不二法门。 网络环境

催生了数字生态系统的出现，这使文化服务机构的

生态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教育机构的功能不仅仅

只是让学生意识到这些生态系统，而是要让学生参

与并改变它们。 这方面的课程可以包括组织生态

管理、文化机构生态管理等。
（２）文化管理。 正如企业文化在激烈的竞争

中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

样，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组织文化对自身的

生存和发展也愈来愈重要。 我国图书馆、博物馆和

档案馆工作内容都以结构化事务处理为主，工作环

境竞争程度相对较低。 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指导下，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管理文化也应

当以人性化管理为核心，培养敬业奉献，以履行保

存文化遗产使命为荣的组织文化。 如果作为文化

服务机构自身灵魂的组织文化不尽如人意，那么其

提供信息知识服务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在新技术

不断运用和服务方式持续演变的情况下，文化服务

机构的文化建设显得更加重要。 高校可以设置文

化遗产机构文化管理等相关课程，以提高学生的文

化管理能力和素养。
（３）技术和馆藏管理。 现代信息技术在提高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服务效能

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３Ｄ 技术、关联数据、语义

网等技术的发展给数字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提供

了无限的可能。 馆藏管理一直是文化服务机构的

核心工作，而对数字馆藏的管理将使其面临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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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这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出能够运用先进技术

管理数字资源的人才。 其课程设置可以包括计算

机程序设计、元数据、信息系统、数据库管理、信息

组织、本体、数据可视化、信息检索等。

４ ３　 与文化服务机构关注的主要问题相关的课程

设置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服务机构共

同关注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用户问题、资源的

长期保存与获取问题、信息生命周期问题、社会

计算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宣传问题以及同其他

机构合作问题等。 本文选取目前这些文化服务

机构和高校都比较关注的四类问题进行阐述，并
尝试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以连续而精深的方式解

决这些问题。
（１）用户问题。 用户问题始终是图书馆、博物

馆和档案馆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 如果没有了用

户，实体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就成了用砖瓦构

成的一堆堆冰冷的物理建筑，其数字资源也会被网

络上的海量资源所淹没。 如果它们的资源没有得

到有效的利用，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正是意识到用户的重要性以及来自百度、Ｇｏｏｇｌｅ 等

多方面的挑战，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也一直在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断努力。 在这方面，高
校可以考虑设置用户信息行为、用户信息需求规

律、用户信息服务、用户阅读心理、数字文物陈列设

计、用户网络参观等方面的课程。
（２）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 资源是图书馆、博

物馆和档案馆存在的根本，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基

础。 虽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资源类型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但都面临资源长期保存问题带来的

挑战，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更是引起了国内外

相关机构的持续关注。 资源的不断更新与其存量

的持续增长是文化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持久吸

引用户、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长效举措。 这方面的

课程设置可以包括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数字）档

案长期保存、（数字）文物长期保存等。
（３）信息生命周期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

界上任何一种物质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

中。 作为信息知识的载体，也处于产生、发展、成
熟、消亡这个运动过程之中。 从价值层面上讲，现
存图书馆的大部分文献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递减，文献半衰期理论、三线典藏制以及剔旧制

度的建立等都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但是，一
些极其珍贵的档案或文物的价值不但不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递减，反而会越来越大，在对其进行管

理时，也要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档案或文物

采取不同的保存策略。 当前国内外学界和业界极为

关注的是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问题，前文提到的数

字监护就包括概念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ｅ）、创建（Ｃｒｅａｔｅ）、
获取与利用（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ｓｅ）、评估与选择（Ａｐｐｒａ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部署（ Ｄｉｓｐｏｓｅ）、采集（ Ｉｎｇｅｓｔ）、保存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再评估（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ｅ）、储藏（Ｓｔｏｒｅ）、
获取和再利用（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ｕｓｅ）、转化（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２６］等对数字对象整个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

操控。 数字监护教育强调的就是对数字对象整个

生命周期的管理，注重培养学生对数字对象生命周

期全过程管理的思维方式［２７］ 。 在这方面，高校可

以设置档案生命周期管理、文物生命周期管理、网
络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等相关课程。

（４）社会计算问题。 社会计算问题是一个比

较新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计算并没有统一的

定义。 笼统说来，社会计算是一门现代先进信息技

术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复杂系统与智能科学重点实验室王飞跃研究

员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社会计算：一是计算机

或更广义的信息技术在社会活动中的应用；二是社

会知识，或更具体的人文知识在计算机或信息技术

中的使用和嵌入，反过来提高社会活动的效益和水

平［２８］ 。 目前，大量存在于网络上的 Ｗｅｂ２ ０ 工具，
如博客、维基百科、开源社区、社会书签、社交网站，
都是社会计算特征的体现。 社会计算发展到现在，
已经从计算机科学逐渐渗入到其他学科，它是人文

社科研究的新方法［２９］ ，是社会科学与信息科学的

共同机遇［３０］ 。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等人

文社会学科应该抓住机遇，将实现科学、技术与人

文数字化动态融合［２８］的社会计算纳入到本学科广

阔的研究视野当中，在理论指导下，实现图书馆、博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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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和档案馆文化资源与最新科学技术的融合，进
一步提高这些文化服务机构的服务效能。 其课程可

以包括社会计算导论、数字文化资源社区管理等。

５　 结语

培养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不同实

践领域的信息专业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本文

提出的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

模型仅仅考虑到了课程设置本身，而没有考虑实际

操作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阻碍。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图书馆学、博物馆

学和档案学专业教育只有克服种种阻碍，不断地自

我否定，自我扬弃，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需求不断

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设置体系，才能在社会历

史前进的步伐中继续存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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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Ｊ］．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６）： ２０－２５．）

［１２］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ｇｒｅ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６－２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ｌａｉｓ．

ｕｂｃ．ｃ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ｐｈｄ．ｈｔｍ．

［１３］　 Ｍａｒｔｙ Ｐ Ｆ， Ｔｗｉｄａｌｅ Ｍ Ｂ． Ｍｕｓｅ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ＬＩ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５２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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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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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Ｂｏｔｔｉｃｅｌｌｉ Ｂ， Ｆｕｌｔｏｎ Ｂ， Ｍｏｓｅｓ Ｒ Ｐ， ｅｔ 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ｏｒ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６（２）：１４６－１６４．

［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６－２２］．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ｓｃ．ａｃ．ｕｋ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 ｉｃｅｆｏｒｕｍ．ａｓｐｘ．

［１６］　 Ｔｉｂｂｏ Ｈ Ｒ， Ｌｅｅ Ｃ 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２９］．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ｌｓ．ｕｎｃ．ｅｄｕ ／ ｃａｌｌｅｅ ／ ｐ５３－ｔｉｂｂｏ．ｐｄｆ．

［１７］　 ＤＣ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２０１３－０８－２５］．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ｃｃ．ａｃ．ｕｋ ／ ｎｏｄｅ ／ ８９７５．

［１８］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２９］．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ｐｓ．ｃｉ．ｆｓｕ．ｅｄｕ ／ ｐｕｒｐｏｓｅ．ｈｔｍｌ．

［１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ｓ ｏｒ ｃｕｒａｔｏｒ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ｌｓ．ｕｎｃ．ｅｄｕ ／

ｊｃｄｌ２００８．

［２０］　 Ｓｅａｄｌｅ Ｍ， Ｇｒｅｉｆｅｎｅｄｅｒ Ｅ．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ｈｔｔｐ：／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ｎｅｔ ／ ｉｒ ／ １２－

４／ ｃｏｌｉｓ ／ ｃｏｌｉｓｅ０２．ｈｔｍｌ．

［２１］　 董士海．人机交互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２００４， １６（１）：１－１３．（Ｄｏｎｇ Ｓｈｉｈａｉ．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１６ （１）：１－１３．）

［２２］　 ＨＣＩ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ｖｅｎｔｓ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ｈｔｔｐ：／ ／ ｈｃｉｂｉｂ．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２３］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ｈｔｔｐ：／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ｒｇ ／ ｔｈｅ⁃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４］　 程鹏． 人机交互技术：给文化生活带来无尽可能［Ｎ］． 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３－０４－０９（７）．（Ｃｈ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３－０４－０９（７）．）

［２５］　 夏有根，黄晓英，陈高潮． 生态化：２１世纪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路向［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 ３４（５）：８５－８８．（Ｘｉａ

Ｙｏｕｇ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Ｃｈｅｎ Ｇａｏｃｈａｏ． Ｅｃｏｌｇｏ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 ３４ （５）： ８５－８８．）

［２６］　 ＤＣＣ． 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ｃｃ．ａｃ．ｕｋ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ｗｈａ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２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１２］．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ｌｓ．ｕｎｃ．

ｅｄｕ ／ ｄｉｇｃｃｕｒｒ２００９／ １ｂ⁃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ｐｄｆ．

［２８］　 王飞跃．社会计算———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数字化动态交融［Ｊ］． 中国基础科学，２００５， ７（５）：５－１２．（Ｗａｎｇ Ｆｅｉｙ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７ （５）：５－１２．）

［２９］　 王修力．社会计算：人文社科研究新方法［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０６－１７（Ｂ０２）（Ｗａｎｇ Ｘｉｕｌ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ｄａｙ， ２０１３－０６－１７（Ｂ０２）．）

［３０］　 陈浩，乐国安，李萌，等． 计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共同机遇［Ｊ］．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３９（３）：８７－９３． （Ｃｈｅｎ Ｈａｏ， Ｙｕｅ Ｇｕｏａｎ， Ｌｉ 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３， ３９

（３）：８７－９３．）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邮编：４３００７２。
唐　 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２０１２ 级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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